
八達通公司董事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接受

陳碧鏵辭去行政總裁職務，並決定將轉售客戶

資料而獲得的4400萬元捐予公益金。如此處理

只是暫時回應了社會的不滿，要重建市民信

心，八達通須痛下決心加強管治，確保今後妥

善使用市民的個人資料，防範同類事件再次發

生。政府更要全面檢討私隱條例，考慮引入刑

事責任，授權私隱專員為市民提供法律援助追

討賠償等，切實提升對市民私隱的保障。

對於八達通出賣客戶隱私牟利事件，八達通

行政總裁陳碧鏵刻意掩飾真相，導致八達通公

信力破產，陳碧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引咎

辭職是必然選擇。至於出售客戶所得的4400萬

元，根本就是通過不光明的手段攫取，侵害了

市民的權益，應當還予公眾，捐給公益金作為

慈善之用，可算是恰當安排。

單靠這些初步處理，不可能消除市民對私

隱保障的疑慮，八達通需要採取補救措施，

包括聯絡所有客戶，讓其重新選擇撤回或確

認授權八達通使用個人資料。更重要的是，

八達通必須明白要以企業的社會良心，去處

理市民的個人數據資料，不能僅僅以不違法

為最低要求，更不能再唯利是圖、見利忘

義，要更多地考慮公眾的感受和反應，顧及

企業的社會責任。

進入電子時代，市民的個人資料具有高度商

業價值，成為商家促銷的利器。此次事件反映

濫用、出售市民私隱牟利只是冰山一角，要求

企業自律保護市民私隱成效存疑，增強法律的

規管力已必不可少。目前，違反保障個人資料

原則不屬刑事罪行，私隱條例亦無授權私隱專

員向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私隱被侵犯的市民

想透過民事訴訟索償，成功機會微乎其微，私

隱專員亦被喻為「無牙老虎」。因此，要加強

對私隱的保障，當局應檢討現時私隱條例對個

人資料的使用規限是否過於寬鬆，積極考慮將

嚴重違反私隱條例的行為刑事化，賦予私隱專

員提出檢控的權力，同時杜絕企業運用「霸王

條款」投機取巧地利用私隱牟利，並設立機制

讓市民拒絕披露個人資料，多管齊下提升針對

濫用私隱的阻嚇力，堵塞洩露、出售市民個人

資料的漏洞。　

特區終審法院法官包致金的侄女醉駕及襲警

罪成，竟獲法院輕判，社會為之嘩然，質疑司

法不公。為此，律政司已就有關判決提出覆

核。被告三度襲警，案情嚴重，法庭輕判不僅

向社會傳達錯誤訊息，以為襲警只是普通罪

行，而且損害了本港司法聲譽，律政司申請覆

核是合理而必須的。任何人都不應以這次過輕

的判決作為標準，質疑甚至推翻法庭以往對襲

警案的判罰。現在的問題，是法庭這次判罰不

合理，但以不合理的判決否定過去合理的判

決，是錯上加錯。法庭應認真做好覆核工作，

若審核仍未能改變輕判，當局應提出上訴，以

釐清襲警案的判罰標準。

這次襲警案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原因是法

庭的判罰與過去大相徑庭。對於襲警案，法庭

一般會援引《侵害人身罪條例》定罪，最高刑

罰判監兩年，而且不設緩刑。然而，法庭這次

卻引用刑罰較輕的《警隊條例》作出檢控，判

罰更是從輕發落，與被告三度襲警的嚴重罪行

並不相稱。襲警屬於嚴重罪行，法庭過去引用

較重法例判罰合情合理，不應受到質疑。這次

判罪過輕才是不合情理，因而首要之務，是促

使法庭糾正輕判，而非將錯就錯，質疑以往法

庭對襲警案是判罰過重。

案件引起社會關注，原因是市民擔心這次判

決如果成為法庭案例，將嚴重打擊警方士氣，

令不法之徒更加有恃無恐地挑戰警方，妨礙執

法工作。而且，被告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的侄

女，難免令人質疑她獲得特殊待遇。由於案件

衝擊司法公義，律政司提出覆核十分必要。不

過，根據《裁判官條例》，覆核將由原來的法官

重判一次，由於法官早已對案情有了自身的判

斷，是否會糾正輕判難以逆料。因此，律政司

應有兩手準備，假如覆核結果仍未能反映案件

的嚴重性，應對案件提出上訴，由其他法官重

新審視案情，作出合理的判罰，以正視聽。

由於歷史的原因，本港目前存在兩條有關襲

警的法例，兩條法例的刑罰輕重不一，容易產

生混亂。英國已將兩條法例合而為一，方便檢

控。本港也可借鏡英國的做法，研究將兩條襲

警法例整合，劃一檢控標準，既可令法例更加

清晰明確，也減少了無謂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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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鏵雖辭職 善後更需重視 理應糾正輕判 不可將錯就錯

【本報訊】（記者 吳玫）在外人看來，會考尖子的前路必定一片坦途。

觀塘福建中學考獲7A2B的理科生陳嘉盈，卻想修讀冷門的天文學、未來

從事充滿未知數的科研工作。但是她理想前程還未待展開，便遭到母親堅

決反對，指女兒應該修讀商科，畢業後可從事銀行等「薪高糧準」的工

作。家住葵涌公屋的嘉盈坦言，若日後所選學科就業前景欠佳，難以幫補家計，實在愧對家

人，奈何自己對商科毫無興趣可言，「我只想做喜歡的工作，只為『人工』而做事會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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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儀天文學遭反對 母促報商科冀「薪高糧準」

觀塘福中女狀元選科陷兩難

一直在中文班唸書的陳嘉盈，這次在中、英文科均考
獲5級成績。她坦言，小學時曾隨父母返回內地居住2
年，回港後一直很難追上語文科的學習進度，直至中
三、中四報讀補習社後才有改善。她指自己的制勝之道
是將課文內容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製作成溫習筆記，
另外還做了近10年的歷屆試題。

中四愛上天文 購平價鏡觀星
陳嘉盈中四時喜歡上星座分析性格說，後來上網查找

資料發現其背後的天文科學，包含豐富的數理知識。小
妮子從此對天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更購置了一副平價
望遠鏡進行觀星活動，「通過鏡頭可以看到平時看不清
楚的星星，感覺十分有趣！」
陳嘉盈希望循拔尖之途申請香港大學，報讀全港唯一

的天文學課程。但她亦明白該課程就業面窄，媽媽亦不
支持她唸天文，建議她報讀商科，以確保日後衣食無
憂。陳嘉盈坦言，若要平衡自己與媽媽的想法，或會改
報藥劑學等課程。

與家人乏溝通 自感孤獨苦悶
陳嘉盈自言家境一般，父母正打算和朋友合開食店，

另外尚有一妹一弟分別在讀中三和小二。可能是父母忙
於生計，她指平日與家人缺乏溝通，「父母不太了解
我，我想跟他們認真說話，他們也很少當回事」。她又指
平日較少朋友可吐露心事，備考期間在自修室溫書時苦
悶之極，「差點想撩對面㝍陌生人傾計！」

觀塘福中會考合格率達97.5%
觀塘福建中學今年共有207人應考，所有科目合格率達

97.5%，較去年上升1.7個百分點，而中、英文科合格率
分別為96.6%和95.2%。除陳嘉盈外，該校考生王劍鏘亦
取得6A2B的好成績。此外，多間傳統愛國學校都於是屆
會考獲佳績：香島中學共有3人勇奪6優，包括6A2B的吳
偉杰、6A1B的羅偉特及黎銘傑；培僑書院亦有尖子考獲
5A4B成績；而培僑中學及福建中學(小西灣)則各有學生取
4A佳績。

■陳嘉盈想修讀冷門的天文學、未來從事充滿未
知數的科研工作。 本報記者潘政祁 攝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今年有12位會考學生，他們領取成績單後，與老師及家長合照。
本報記者梁祖彝 攝

【本報訊】（記者 周婷）就讀特殊學校、香港紅十字
會雅麗珊郡主學校文商科的麥子健，於8個月大時，被發
現脊髓受蛛網膜囊胞壓迫，以致下半身失去活動能力。
他從小到大，至今接受過十多次手術，受病情影響，其
書寫速度比一般人慢，但終考獲20分佳績，更獲收生門
檻達24分的㞫生商學書院破格取錄。㞫商院長崔康常指
自己被對方樂觀、有鬥心的個性感動，有信心校方可助
子健於末屆高考中殺入大學。
自小對數字極感興趣的子健，考畢會考後便開始物色

心儀的主流學校，對㞫商更是情有獨鍾。據了解，這是
㞫商首度取錄輪椅學生，為方便子健於校內活動，校方
將修葺梯級及為他訂造專用的電腦桌，子健及母親感謝
校方的支持及特別安排。自小於特殊學校就讀的子健直
言，「期望預科2年內除努力學習，亦會多參與課外治
動、結識新朋友。」

㞫商破格收20分輪椅生

【本報訊】（記者 吳欣欣）聖言中學的陳智耀及觀塘官立中
學的黃頌然，同樣不幸患有先天色弱，同樣是理科男生，也同
樣勇奪8A；不同的是，他們對讀書的「哲學」各有一套理
解，溫書方式也有天淵之別。

陳智耀重理解不死記
陳智耀在小六時發現雙目色弱，不辨藍和紫、紅和綠，「過

馬路時只能靠死記紅色和綠色公仔的位置」，幸好日常生活沒
受太大影響。面對會考，他為了「安全起見」，向考試局申請
黑白試卷的特別安排，最終亦能輕易過關。
他表示，自己溫書㠥重理解，不會死記硬背，溫書超過3小

時便要外出散心，「唱㜮K、打㜮波」，否則只會弄巧反拙。

黃頌然認定持之以㞫
不過，同為色弱的黃頌然認為，讀書一定要持之以㞫，就算

一天對㠥書本十多小時也不會厭倦。雖然天生色弱，但他並無
自暴自棄，又寄語有缺陷的考生「要學懂逆來順受，色弱不是
人生的絆腳石，一定能將問題克服」。他從小對數字有濃厚興
趣，並以牛頓為學習榜樣，就連自己的英文名字也叫
Newton。他希望將來能成功拔尖，升讀香港大學精算系，成
為精算師。

色弱雙雄皆8A  溫書各有妙法

擊退死神奪1分 母：矜貴過10A
【本報訊】（記者　鄭佩琪）戴昭農的會考成績單非常簡

潔，只得一項商業科，獲評Ｅ級；但這個合格成績，對他意
義非凡。本身是本港唯一的黏多脂症患者，其視覺、聽覺及
活動能力均大受影響，須坐輪椅及24小時靠機器維持呼吸，
曾徘徊死亡邊緣無數次。他無法書寫，應考時只能「口講」
答案，由教師助理代為寫成文字。戴媽媽坦言無想過他能活
到現在，更沒奢想兒子參加會考；在她心目中，這1分遠比10
條Ａ矜貴，「我較狀元學生的家長還要開心﹗」
昭農今年22歲，6年前入讀特殊學校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

心，3年前開始獲教師助理劉保來「貼身」照顧及協助學習，
劉把課本掃描或編寫為電腦檔案，方便昭農在電腦放大閱
讀。昭農溫書時間不能太長，每隔兩小時要休息，但他堅持
應考。
戴媽媽期望昭農的故事能激勵時下青少年，要珍惜擁有的

一切，「昭農擁有的太少，令他很珍惜擁有的東西。」

患大腦痳痺症 獲15分盼入中大
患有大腦痳痺症的尹尚賢考得15分，是甘迺迪今屆成績最

好的學生。他笑言取過成績單後，「忐忑心情終可平復。」
其他同學在放暑假，他卻沒有讓自己停下來，「今晚我要補
習英文。」他希望打好基礎，能夠考入中大中文系，將來從
事文字工作。
另一考生方靜敏出生時因腦部缺氧，曾被醫生斷定是植物

人，但方媽媽一直悉心照顧，令女兒能夠讀書識字，其後更
進入甘迺迪學習。靜敏性格較文靜，昨日她坐在課室一角，
從校長手中接過成績單後，沒有特別反應，靜靜的看㠥成績
單，原先站在一旁的方媽媽則顯得急不及待，立即趨前擁㠥
女兒，陪她一起細閱成績單。

獲合格成績 殘疾生激動落淚
「E代表什麼？」方媽媽不太清楚會考分級制內容，看見靜

敏的數學科取得E級，她立即向在場人士詢問，得知E級代表
合格時，方媽媽顯得驚喜萬分，捉緊身旁人士興奮地說：「從
沒想過女兒數學會合格﹗」方媽媽說，靜敏腦筋不太靈活，數
學對她來說是很困難的學科。在老師、同學等連聲祝賀後，靜
敏再也忍不住，激動落淚。甘迺迪中心今年有12位會考學生，
除尚賢考得15分，另有兩名學生分別考得8分及9分。

■昭農是黏多脂症患者，他衝破身體障礙，報考
商業科，取得合格成績，獲媽媽吻賀。

■尹尚賢熱愛中國文學及中史，兩科分別考得C級
及B級成績，校長張志安向他道喜。

■陳智耀
患色弱，
做實驗時
須緊跟書
本所寫的
步驟，才
能避免出
錯。

■黃頌然
自言，為
了考取佳
績，每天
溫習十多
小時。
本報記者
吳欣欣 攝

■下半身癱
瘓的輪椅生
麥子健考取
20分，獲㞫
商 破 格 取
錄。右為㞫
生商學院院
長崔康常。

本報記者
曾慶威 攝


